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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13年 

提案名稱 跨域多元服務、友善全齡共融-興國公園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園藝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郭蘭香科長 

參與提案人： 

藍舒凢處長         曹彥綸副處長 

吳文慶總工程司     尤國仁副總工程司  

張秀珠副總工程司   李彥宏科長 

胡士壕正工程司     施俊仲分隊長 

林坤宏助理工程員 

提案範圍 一、 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二、 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高齡化社

會之因應措施、節能減碳等）。 

成效屬性

(可複選) 

■全國首創、□導入精實管理手法、□e 化、□節省成本(時

間、人力、經費)、□取得專利、■其他：榮獲本府112年公共

工程卓越獎、第23屆公共工程金質獎佳作 

提案緣起 一、興國公園的背景(附件1) 

公園基地位於有「臺北華爾街」之稱的南京商圈與發展成

熟的都市住宅區中，過去在日治時代做為官兵宿舍使用，

民國時期改建為空軍眷村，75年眷村拆遷後，設置臨時公

有停車場，直至近年，因應大眾運輸系統的完善與商圈蓬

勃發展，本府遂於2004年將停車場空間透過都市計畫變更

為公園用地，由公園處訂定推行公園的發展計畫。 

二、跨域整合的闢建計畫 

將公有停車場改建為公園，勢必對周邊繁華商圈與密集住

宅區停車需求造成衝擊，因此公園的開闢與 TOD 發展的整

合為本案的重點要素，同時，配合周邊商旅、住宅兼容的

環境特色，公園處團隊將長者服務、外籍看護、兒少、商

辦人士、旅客等多元服務精神，透過跨域的協調整合，融

入公園的闢建計畫中，更藉由提案本市青年事務委員會，

以弱勢人口(老人、身障者)比例較高且適逢本計畫闢建大

型公園之契機，提案興國公園的發展作為全齡化示範點，

進一步強化跨域整合量能。 

三、多元共享咖啡林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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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公園以多元融合、全齡共享的精神，巧妙的將在地眷

村歷史、商圈的咖啡文化與社區服務結合，公園內特別栽

植的咖啡林，每一株都是情感與故事的交流，別具巧思的

兒童遊戲場、老少皆宜的座椅設施，則提供繁忙的現代家

庭、長者與學童一個和諧的休憩空間，在這座充滿活力與

巧思的綠地空間裡，公園不僅僅是公園，更是連結人與人

之間的橋梁。 

實 施 方

法、過程

及投入成

本 

一、實施方法 

(一)跨局處協商，兼顧停車需求與公園開發 

公園基地原址為公有停車場，提供多達178席汽車停車

位，因此在改建公園的計畫初期，地方民眾特別關心交

通與停車議題，公園處在積極邀集相關單位包含財政

局、交通局、停管處與社會局等相關局處，除因應施工

期間的交通衝擊提出對策外，更針對長遠的地方停車需

求，在本市青委會協力下，協調富邦人壽整合公園東側

捷運南京東路站附近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案，配合富邦

人壽興建複合式商辦大樓期程，其地下停車場提供208席

汽車位及436席機車位，順利解決地方停車需求問題。 

(二)擴大公民參與，跨域專家諮詢，突破設計窠臼 

在規劃初期，公園處團隊透過多場次的工作坊及說明

會，邀請民眾及各領域專家學者，包含景觀、建築、都

計、憩、園藝、生態、水利、交通等專家共同參與討

論，各界都為公園未來的期許暢所欲言，也協助設計團

隊彙整出興國公園的規劃方向，將以全齡公園、自然生

態、歷史人文、減災防災、休閒遊憩、體健運動等六大

主軸，而為了重現挖掘在地歷史人文，公園處同仁更孜

孜不倦的尋訪當地耆老，分享講古回憶與在地歷史光陰

荏苒的轉變點滴。(附件2) 

在基本設計過程中，公園處團隊更進一步思考將多元服

務、友善全齡的精神融入細節，特別跨域諮詢復健與運

動治療專業人員，改變傳統公園制式涼亭、座椅等固有

的形式，設計多種符合人體工學的造型座椅，除了舒適

的坐、臥功能外，也可以輔助拉筋、伏地挺身等多種健

身動作，而造型棚架將高低彎折的鋼管設計融入棚架支

柱，在兼具時尚感的同時，也可以作為拉筋、吊單槓、

伸展的體健輔具。(附件3) 

(三)呼應市政方針，提升區域防災，降低豪大雨影響 

本基地在公園綠地的開發下，將廢除舊址停車場既有排

水設施，為了維護區域排水的順暢無虞，公園處團隊在

規劃初期，即邀請專業水利技師協助踏勘，確認基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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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邊的排水系統整體需求，研擬公園排水計畫，並會

同水利處共同研議確認排水系統，同時也規劃針對基地

外公共排水系統的改善，配合公園的滯洪量能符合公排

的容受度；另停車場拆遷種植大片綠地植栽，回歸為公

園使用後，可逐步改善周邊空氣環境品質，遂與環保局

研商將該公園選為空氣品質淨化區，為本市空氣品質提

升做出貢獻。 

二、實施過程 

(一)跨域研擬提出創新設計構想(附件4) 

1. 思風水：南京商圈商辦、住宅空間密集，期望滿足社

區居民、商辦人士活動需求，四周留設帶狀開放空

間，出入口處則與既有路面順平銜接。從使用者導向

出發創造多元、貼心活動場域。 

2. 綠森活：藉由公園東側設置水池，增加風、水之氣流

效果，植栽種植手法及水循環設施的搭配，可改變空

間溫度以導引風向，調節公園周邊場域的微氣候，下

沉廣場綠地，在暴雨來臨時將成為重要的貯集滲透場

所，落實都市保水。廣植具季節色彩變化之喬木，隨

著四季變化可欣賞不同風貌，成為鳥類過境棲地，成

為生態跳島，營造都市綠生活。 

3. 享咖啡：公園周邊密集的咖啡館，提供附近商辦人士

外帶咖啡到公園享用為，為當地特有的文化，因此，

公園規劃南側綠地營造咖啡林意象，並透過社區認

養，提升民眾對公園的認同感。 

4. 顧全齡：鑒於高齡化社會來臨，公園環境設施使用族

群方向，由無障礙、兒少、共融進階至全年齡層，因

此公園處以本案為大型公園闢建之契機，提案本市青

年事務委員會作示範點，以兼顧長者服務、兒少、商

辦人士、旅客等的使用需求，達到全齡友善公園目

標。 

(二)跨局處整合工程介面，避免二次施工，減少公帑浪費 

為了減緩施工過程的交通衝擊，公園處設計團隊密集邀

集停管處、公運處、交通局及里辦公處等單位共同協

商，將道路兩側路燈整合至公園內，以人本交通理念寬

闊人行道，提供良好人行環境；除此之外，也協助施工

團隊優化施工工序及期程，以保留基地周邊部分停車

位，預留 YouBike 站位與公車站位空間，本府新工處、

水利處亦配合公園工程，進行基地周邊人行道與側溝系

統的改善工程，將施工衝擊降至最低，也避免工程介面

的二次施工。 



4 
 

(三)跨領域科技手法導入，創造時尚景觀傢俱 (附件5) 

公園內傢俱一改過往採用本府制式標準圖樣式，其中以

地景曲線造型抿石子座椅施作頗為棘手，傳統模板無法

符合曲線造型設計需求，經過機關、施工、設計監造廠

商多方嘗試後，導入以3D 軟體模擬出多道剖面尺寸，再

輔以木板裁切製作不同造型模具，方能在澆置混凝土及

泥作施工時，達到設計造型及品質要求。 

(四)社區積極參與合作，營造公園維護新模式(附件6) 

興國公園興闢計畫首創施工期間導入地方社區積極參

與，針對後續使用與居民需求適時反映，也激發民眾對

公園建造的參與感，完工後自發性組織熱心志工，定期

維護公園環境，主動負擔起照顧公園、維護清潔的工

作，增加社區與公園之間的情感連結，為本府公共建設

創造永續經營的優良典範。 

三、投入預算 

公園於110年9月27日開工，110年4月30日完工，108年~110

年總經費5,166萬3,833元(含設計監造及施工)。 

四、困難及因應策略 

(一)歷史脈絡不存，尋覓在地領袖，拼湊過往痕跡 

公園原址過去曾是空軍眷村，現址除了提供車輛停放之

硬鋪面外已難尋舊有歷史足跡，公園處團隊藉由比對各

年代航照圖、地圖，從1957年的航照圖，依稀看到眷村

房舍的軌跡，同時，透過各種管道聯繫上小時候住在眷

村的耆老進行訪談，以及講古工作坊的舉辦，邀請社區

長者、眷村耆老一起挖掘過去空軍眷村的生活記憶，把

空軍眷村聚落街頭巷尾的情誼、居民閒話家常的社群意

象帶進來。造型氛圍上，擷取空軍的飛翔意象以及壕溝

勇士等戰時意象呈現於公園的造型棚架及遊戲場設計之

中，讓公園展現在地特色。 

(二)涵蓋族群廣泛，蹲點分析回饋全方位設計 

公園處團隊於現地調查階段，特別針對未來公園服務族

群進行密集蹲點調查，發現平日白天除了長者外，還能

在午休時發現周邊商辦大樓的上班族到公園休息，傍晚

下課後，為小孩放學的路徑之一、甚至成為上班族及居

民運動跑步的路徑，另從當地人口資料調查分析發現，

周邊高齡人口及幼年人口占比不小，且居住人口多為小

家庭，因此公園環境對於不同年齡層、不同使用族群的

需求都須兼顧。 

在藉由社區工作坊及說明會的辦理，了解不同族群民眾

對公園未來性的空間需求與期待，同時也找回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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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記憶，重現於公園環境內，讓民眾或下一代了解

在地故事。 

(三)現地環境不佳，周延流程創造植栽最佳生長環境 

原基地為停車場地坪，刨除開挖後發現地下回填混凝

土、磚、垃圾等早期建設廢棄物，汲取過往經驗了解該

挖掘出土石方不利植栽長期生長，因此，主辦機關、設

計、施工團隊立即依據本處標準流程，首先研擬出土壤

改善計畫，針對植栽、草皮區域置換為砂質壤土，並輔

以肥料拌合，喬木樹穴空間增設通氣管，創造樹木生長

環境，其次，預先至苗場選苗，並擇於夏季高溫前種

植，提高存活率與生長品質。 

(四)施工進度遭受疫情衝擊，改變策略如期完工 

本計畫施工期間遭逢 covid-19疫情影響，初期人力、機

具調配困難，影響施工進度，鑒於防疫與工進並重，透

過工班調度分組、工區與工項細部劃分，減少群聚風

險，廠商更主動提高人力成本，提升預備人力，除了減

少確診人員影響，亦可即時增援替補，同時積極提早完

成工程材料送審資料、提早訂購生產，確保供料正常，

審慎因應，如期完工。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五、執行成效 

(一)營造都市綠洲，健全多樣性生態環境(附件7) 

公園基地原為零綠化空間之停車場，因此在規劃階段，

特別針對周邊小公園執行生態調查，深入研究基地生態

復育的可能性，描繪未來公園內花、鳥、蝶與自然共處

的輪廓，並邀請生態專家特別於完工後協助調查兩季的

生態營造成果，目前已發現16種昆蟲、18種鳥類，景觀

水池也發現拉都希氏赤蛙、霜白蜻蜓、紫紅蜻蜓等生

物，顯示公園植栽調整已有相當成效，未來勢必能達成

更多樣性的生態永續的目標。 

(二)落實淨零排放，達成城市降溫(附件8) 

本公園基地雖僅7,766m²，除規劃必要的活動空間外，均

留設大片植栽綠地，新植共109株喬木，種類多元且多為

原 生 、 誘 鳥 誘 蝶 植 栽 ， 植 物 固 碳 當 量 從 原 有

740kgCO2e/yr 提升至3,279kgCO2e/yr。而施工團隊更進

一步設將拆除之營建廢料打碎再利用，作為造型鋼籠座

椅、滯洪草坡之透水層、透水鋪面之貯水層、遊戲場土

丘地景等，減少廢方外運與新方的購置與運送，經計算

可減少1,123.72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公園地坪更

換為透水鋪面後，可降低園路溫度1.5~3度，並減少40%

逕流，有效降低城市熱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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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貫徹設計理念，成效呼應多項永續發展目標(附件9) 

在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中，興國公園以增進民眾健

康生活與福祉為目標建構全齡友善、具韌性的公園，全

齡化的設計提供民眾安全、無障礙的綠色公共空間

（SDGs3、9、11），並加入透保水的概念，利用滯洪、保

水貯留設施包含雨撲滿、透水鋪面、草坪等，增加公園

涵養水資源的容受量，也利用水循環系統實踐水資源永

續利用等效益，並透過雨撲滿的解說牌，提升民眾對於

氣候相關的意識（SDGs6、13）。 

(四)各方使用者回饋與讚許(附件10) 

公園完工開放後即吸引許多民眾前來享受都會中難得的

大片綠地，並紛紛於網路上留下五顆星的評價，吸引媒

體及網路平台宣傳，肯定興國公園全齡友善的特色。 

(五)公園成果獲得各方專業肯定(附件11) 

1. 臺北市政府112年公共工程卓越獎 

2. 公共工程委員會第23屆公共工程金質獎佳作 

3. 第31屆中華建築金石獎優良公共建設類金石獎。 

4.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112年工程環境與美

化獎優等。 

美學融入

( 加 分 項

目) 

■是：於公園內整合周邊路燈、人行道磚鋪面等設施，以改善

市容景觀，創造時尚景觀傢俱，兼具休閒、健身並提升使用者

正面感受。 

□否 

執行起迄

日期 

起：108年11月26日 

迄：111年12月19日 

相關附件 附件1 基地歷史脈絡 

附件2 公民參與 

附件3 多功能設計 

附件4 設計核心理念 

附件5 曲線造型座椅製程 

附件6 社區居民參與維護 

附件7 生態營造及調查成果 

附件8 增加固碳量、減少廢棄物清運 

附件9 呼應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 

附件10 使用者回饋與讚許 

附件11 獲獎紀錄 

聯絡窗口 姓名：郭蘭香 

電話：02-23815132 

Email：db-12155@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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